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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这座被赋予了“童话山城”美誉的地方，以其独特的“一城一湖一梯田”空间布局，展现出一幅幅交相辉映的绝美图景。古老
梯田上，云雾缭绕，让人流连忘返；峰峦叠翠间，城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那仙宫秘境，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这一幅幅灵动的山
水景致，尽显“和合之美”的深邃意境。

曾经，云和发展受制于“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自然环境。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云和人民以“小县大城”发展战略为指引，历经二十
余载不懈的实践与探索，走出一条山区新型城镇化道路。近年来，云和致力于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使得这个地域上的

“小县”越加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城”。

“小县大城”，最美云和。迈向打造全国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共富样板的新征程，云和将推动全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和优质公共服务理念贯彻始终，让
云和大地尽展“城乡交相辉映、致民聚货而各得其所”的幸福画卷。

云和：童话梦想照进现实

文/刘淑芳 沈荣伟 钟骅

陈荣华陈荣华 摄摄

吕周亮吕周亮 摄摄

黄昏时分，云和县城的车流自北向南涌动。当车辆缓缓驶
近云北智创中心，一幅城市风光映入眼帘：夕阳如金，小镇客厅
在阳光下巍然矗立，前方是绿意盎然的广场，欧式建筑的尖顶
与绿水青山、蓝天交相辉映，勾勒出城市的天际线。

这宛如“童话”般的景致，仅仅是云和书写“强城”篇章的一
个精彩片段。深入探究云和的“强城”战略，其核心在于坚定不
移地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背后则是对产业、城市、
人口与乡村四位一体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实践。

作为资源相对匮乏的山区小县，云和深知，唯有通过拓展
“城”的空间，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集聚，进而推动快速发展。因
此，云和将县城作为县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用好“跨山统筹”金钥
匙，不断推进城乡空间重构与行政区划优化，逐步形成了资源向
城区中心汇聚、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组团发展新格局。县城规
划面积也从最初的8.8平方公里扩展至如今的22平方公里。

在推进城镇功能建设的过程中，云和秉持“全域5A”理念，以
5A级景区为龙头，精心布局“一城一湖一梯田”的空间结构，通过
实施“木玩童话小镇 5A级景区标准建设”“云和湖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创建”以及“云和梯田5A级景区打造”三大工程，做精梯田山
水、做活湖水生态、做美城市童话。去年，在全速迈向“全域 5A”
的过程中，云和出台文旅体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释放梯田5A景
区效应，培育滑雪场等新文旅产品；落地总投资30亿元的那云和
湖全域旅游项目，提速建设云曼康养度假区、童话云和示范街
区，并创成省 4A级景区城，获省文旅高质量发展十佳县，一个点
上出彩、线上成景、全域美丽的大花园格局正加快形成。

在构建宜居发展空间的同时，云和以人为本，将产业发展
视为“强城”的根本驱动力。近年来，云和始终坚持产城融合的
发展道路，将工业园区打造成为产业集聚的核心平台，实现了
下山农民的充分就业和园区能级的显著提升。

目前，云和工业园区已升级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形成了木
制玩具、阀门、轴承等产业集群，带动了 4万余名农民进城就业
创业。特别是木玩特色产业，产品总量占全国市场的 66%、全
球市场的 40%，畅销全球 82个国家和地区。此外，云和还以改
革促发展、以创新求突破，让新兴产业持续出新。比如去年引
进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蔚复来、落地医疗器械产
业加速器项目挺进大健康“新蓝海”等，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速
居全市前列。

写好“强城”篇

梨庄村，白墙黑瓦的民居与挂满硕果的雪梨树
相映成趣，勾勒出“世外梨园”的迷人景致，吸引着
络绎不绝的游客；新岭村，荷花争艳，果树繁茂，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推动着“近郊休闲旅游”产业的
蓬勃发展；赤石村，啤酒烧烤与悠扬音乐交织，乡村
夜经济热闹非凡，成为欢聚的热门之地……这一幕
幕各具特色的乡村风光，正是云和乡村画卷的生动
写照，也是“千万工程”实践的鲜活例证。如今，它
们共同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公园乡村”。

去年 5月，云和全面吹响了公园乡村建设的号
角。云和深入调研县域内的山水资源与村落布
局，绘制出公园乡村建设的“全县一张图”，集中优
势资源，精心打造一批样板村与风景线。同时，引
进中国美院创意团队的智慧，为各村“量身定制”
发展规划，蹄疾步稳推进美丽大花园品质提升，真
正实现把乡村建在公园上。

当然，“宜美宜忆、宜居宜养”只是公园乡村
的一个切面，“宜业宜富、宜智宜治”则更深层次
地体现了其发展追求，最终是为构建一个公园
式乡村发展共同体。为此，云和从生态保护、公
共服务、村庄发展、运营管理四个维度出发，在
全市率先招募乡村“CEO”激活乡村运营“一池
春水”，自去年以来，已招募“共富合伙人”团队
17 个，投资总额超过 1 亿元，推动乡村从单一美
景向多元经济价值的转变。但经济价值的跃
升，必须依托于产业的蓬勃振兴。对此，云和有
着清晰的认识：唯有产业的兴旺，方能铸就乡村
的真正繁荣。

云和雪梨是云和农业的主导产业和富民产业，
近年来，在雪梨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基础上，云和还
与浙江大学合作设立雪梨产业联合研究中心，研发

推出雪梨啤酒、气泡饮等精深加工产品，将一颗鲜果
逐步发展成为一条强县富民的雪梨全产业链。梨庄
村作为云和雪梨的主产区之一，还以梨为媒介将乡
村划分为三大业态区块，打造“世外梨园”。如今，梨
元素遍布乡村，以雪梨为主题的休闲、度假、公共服
务等乡村新业态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赤石乡位于云和湖畔，靠水吃水的赤石人将
有机鱼做成了一个富民产业。如今，乘着公园乡
村建设的东风，这里的渔业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赤石村建成并运营首家云和湖有机鱼旗舰店，带
动打造云和湖有机鱼“养殖、认养、捕捞、烹饪、文
旅”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全市唯一入选的第三
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双源村的“一湾渔”数字
化共富渔场集休闲钓位、绿色网箱、生态步道于一
体，促进渔旅深度融合……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
展，越来越多的云和乡村正化身为山清水秀的“绿
矿”、欣欣向荣的“金矿”、令人向往的“宝矿”。

谱好“兴村”曲

随着“小县大城”战略的深入实施，为有效应
对进城农民在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遇到的难题，
云和探索推进“街乡共治”试点工作，建立以流入
地街道党工委、流出地乡镇党委为核心的“街乡共
治”党建联建机制，实行城区街道办事处和山区乡
镇政府服务共治的模式。

在大坪社区，云和设立了首个“街乡共治”服
务中心，由崇头镇、雾溪畲族乡等流出地乡镇选
派干部入驻，与街道、社区共同商讨社区治理事
项，为进城农民提供便捷服务。这一模式打破了
以往户籍管理的局限，使群众能够就近在街道、
社区内“一站式”办理社会事务，大大节省了时间
和精力。

这是云和扎实有序高质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一体化改革的缩影。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云
和深知，不仅要让农民“搬得出”，更要让他们“过
得好”。因此，云和将“城乡融合”作为破解难题的
关键，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突破口，持续缩小
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三大差距。

为了走好“融合”之路，云和在教育、医疗卫生
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规划和布局。在教育方面，
云和开工建设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公寓、梅源
中学校舍提升改造等项目，投入使用小徐幼儿园，
使得更多的孩子能够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云和的教育现代化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去年首次获得省教育现代化水平监测A等评价，
创成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

在医疗领域，云和同样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通过实施县域医疗振兴六大行动，县医疗健康集
团降本增效管理提质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县
中医医院新院区的投入使用以及急救中心综合评
分排名全省前列等成果，都彰显了云和在医疗领
域的不断探索和进步。

除教育和医疗领域外，云和还注重提升居民

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通过纵深推进八大领域源头
治理以及建设应急消防管理站、专职消防队等措
施，云和生产安全事故数、交通亡人事故数“双下
降”，三起成功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街乡共治”“云善护苗”等工作入选省级典型案
例，实现平安建设“十九连冠”，相关经验亮相全
省平安浙江建设 20周年大会。

走好“融合”路

吕周亮吕周亮 摄摄

潘庭聪潘庭聪 摄摄

潘庭聪潘庭聪 摄摄

88


